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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惠山区洛社镇集合
辖区内 70 位 70 周岁的老人到当地专
业的摄影场地，专门请来摄影师为他们
拍摄单人照片，之后整合这些照片进行
统一展示，用定格的相片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据悉，本次活动是洛社镇

“我爱你中国·洛社影像志”中的特别环
节，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红色的背景里， 面貌各异的老人
们将 70 年的悠长岁月浓缩于瞬间的
表情，定格成永恒的纪念。为迎接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该镇联合包园四方摄
影工厂、在全镇范围内挑选 70 位出生
于 1949 年的老人进行集中拍摄，拍摄
地点位于包园四方摄影工厂，让 70 年
的见证者们完成一次“光影”洗礼。

这些老人来自洛社镇的各村社
区，他们有的是退役军人，有的是退休
老干部， 经历了 70 年的岁月长河，每
个人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把自己的
一切交给党，永远跟党走”是洛社镇正

明村老党员马其中的口头禅，1972 年
开始参加工作，1979 年正式入党，陆
续当过正明村团支部书记、农技员、村
党总支书记等职务，吃过苦。除了马其
中，还有红明村的吴国平，以及天授村
的顾玲娟等， 这些老人经历过时代的
洪流，遭受过苦难的考验，也获得了珍
贵的经历。在他们苍老的脸庞上，一道
道皱纹如同岁月的刻刀， 在摄影师的
镜头里显得格外具有时光的味道。

今年，洛社镇以“我爱你中国·我
爱你洛社”为题，在全镇范围内号召影
像爱好者积极投稿， 形式以视频或照
片为主， 让记录人用镜头展示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以来当地日新月异的变
化。 该活动贯穿全年， 自活动开展以
来，平台陆续收到视频百余条，照片数
百张， 内容涵盖当地的城镇风貌及人
文特质，一张张精美的相片、一段段动
人的视频诉说着新时代的“洛社故
事”。 （黄振 顾志萍）

江南晚报 7 月 30 日 A9 版刊登了
新闻“骑共享单车请勿一停了之 滨
湖区新增 146 处非机动车停车点”。新
闻里提到“大学城周边由于学生群体
众多，共享单车使用频率较高，因此江
南大学的北门、 南门和东门以前都是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重灾区， 每天城
管部门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予
以规范， 从去年起光江大周边的共享
单车城管部门就清理了近万辆。”放眼
全城，整治共享单车的任务非常繁重。
除了城管部门专项整治外， 有没有更
有效的方法， 让骑车人自觉自愿地遵
守规则，不乱停不乱放呢？ 小编认为，
纳入征信模式不失为一个好招。

随着征信新规的出炉， 各种各样
的影响信用的模式已经出现在人们面
前。 其中连交通违法也纳入到征信模
式中， 有专家指出严重的话还会影响
到人们的购房。也许有人认为，共享单

车不是汽车， 乱停放纳入个人征信有
点小题大做。其实，共享单车的乱停放
已经成为城市的顽疾， 严重影响一座
城市的文明面貌， 也折射出市民的素
质高低。 如果全靠城管来投入人力天
天来管理，你这里整理好了，他那里又
停上了， 虽然有自觉性的骑车者不在
少数，但总有一小撮人，贪省事，不顾
大局，因为乱停车几乎没有惩罚，不像
机动车，乱停放会扣分，会罚款。

如果乱停放共享单车也会被罚款
或纳入征信，乱停一次警告，乱停两次
就记录， 想必乱停放的现象会极大地
改善。现在，从技术层面上也可能解决
个人数据的问题。

所以，如果像整治机动车乱停放的
一样，加大力度出重招对付共享单车的
乱停放现象，还城市一个整洁的街头面
貌，也是一件能办到的事。

（小马）

这些为公益设计的“小物件”
背后都演绎着不同的理念和故事

昨天，原本应该静悄悄的江南大学（下文简称江大）教室里，却坐满设
计学院的学生。他们放弃暑期的欢乐时光，为了公益一头扎进忙碌的工作
中。 记者在现场发现，为公益设计的插画、挂件、蜡烛和香皂的设计图纸，
摆满了每一张桌子，别小看这些不起眼的物件，每件设计产品的背后都有
着不同的小故事。

这个世界上 90%的科技产品
或许只为了 10%的消费者服务，而
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慢慢走入了为
另外 90%的人服务的阵营。而江南
大学设计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的
同学们， 极力想成为这 90%中的
人。“想为公益出一份力，想帮忙需
要帮助的人”。 1998 年出生的刘俊
漫是江大设计系的学生，这个时间
她原本可以舒服地躺在家里的床
上，选择留下来也是为了学设计的
初衷。

“美国著名的设计理论学家
维克多·帕帕奈克曾在《为真实的
世界设计》中呼吁，设计师们要担
起为弱势群体服务的责任， 我第
一次看这本书就被迷住了， 也一

直记得他的这个理念。 ”刘俊漫告
诉记者， 年初自己就加入了江大
的“益起设计”，自从参观了无锡
一些公益组织， 体会到了残友们
如何的不易； 多次到无锡的敬老
院、康复中心开展志愿者活动，帮
助需帮助的人。 对于她和设计组
的小伙伴来说， 公益需要持续和
坚持，所以他们有一系列的计划。

“益起设计”项目指导老师张雳直
言，“益起设计” 项目将向社会展
示设院青年学子的社会责任感，
为学院带来更积极的影响， 为社
会公益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力。
有趣的是，一些很巧妙的设计，总
是在无形中推动着公益事业的进
步。

“这个挂件的设计是为了让不
同障碍程度的残友能够参与到协
作生产，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收入。”
倪欣怡是挂件设计小组的成员，从
设计之初他们构思的重点并不是
挂件的难度，而是如何让挂件既容
易做，又漂亮，方便售卖。从样品上
看，这个石膏挂件是心形的，粉色
系的色调让它看上去很漂亮。倪欣
怡说：“这些挂件需要让残友们自
己一步步做出来， 所以不能太难，
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把整个挂件
制作的步骤， 用图画形式表现出
来， 他们只要跟着图画上的步骤，
就能自己制作； 就算他们忘记了，
不需要指导也可以通过手边的图
画记起来，方便很多。 ”

为了更好地了解残友们的制

皂过程，刘俊漫和几位同学亲到现
场学习。“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完
成制皂后，在产品背后贴上的那个
数字。”刘俊漫告诉记者，一块香皂
大概需要 10 位左右的残友来完
成，他们会把每一块香皂的背后贴
上这个数字，来告诉大家这个香皂
是经过多少双手完成的，同时也能
让大伙体会他们的不易。刘俊漫表
示，“制作步骤在正常人眼中很简
单，但是对这些有着智障或残疾的
人来说很难，而为这个产品增添更
多的设计附加值， 让它价值更好，
更好售卖，赚取更多的收益，就是
我们的责任。”据了解，这些残友们
收入都比较低， 一块香皂仅卖 30
元左右， 由于香皂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售出后盈利的并不多。

“所以我们希望增加香皂的语
意，比如在产品设计故事书连环画
的概念，目前都正在试验阶段。”刘
俊漫说， 还有对香薰蜡烛的设计，
我们也在不停地实验中，因为蜡烛
制作比较复杂，不管是成分还是模
具，一系列的工序比较复杂，残友
们可能无法独立完成；尤其市面上
的蜡烛比较多，如果没有竞争力也
容易让其滞销，所以我们也时常关
注市场准备再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李澳作为蜡烛设计组的成员，几乎
把无锡有卖蜡烛的地方全部逛了
一遍，设计了好几十张图纸，她告
诉记者，自己希望可以赋予蜡烛新
的生命， 就如丹麦的一家设计公
司，曾设计了一种“生命铅笔”，当
铅笔已经过短无法再使用时，找个
小花盆，将铅笔头插进土里，浇浇
水、晒晒阳光，开始等待种子发芽

的那天，让它们摇身变成绿意盎然
的小盆栽。

除此之外， 设计产品还包括
24 节气插画，是公益价值植入稿，
每一节气推出一幅新的插画，结合
节气含义和残友的生活、 工作习
惯、表现出来的意义进行设计。 另
外， 为了提高残友的社会生存能
力，通过对儿童绘本的研究，提取
出绘本中想要表达的含义，以及绘
本里的经典人物形象、 场景空间，
布置开展他们活动的房间。

张雳表示， 生活中也是这样，
我们一个很小的改变都在推动着
公益事业的进步，每天提前一站下
车， 把喝饮料的钱捐给公益事业，
每个月参加一次公益活动，这些事
情都是力所能及的，只是看你愿不
愿意。

（晚报记者 璎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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